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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建设任务及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翻阅查找文献资料，撰写梳理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把施工过程中
所存在的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出了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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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说明

根据房地产公司相关招标文件，施工图、勘察报告、

建筑相关规定标准及企业管理要求来考虑工程总体目

标。总的范围和总承包的内容，详见总包合同。甲指分

包施工范围，详见分包合同。工程难点：1、楼板标高

及平整度控制。2、砼结构裂缝的防治。3、屋面及门窗

防渗漏。

2 施工组织机构及组织措施

施工涉及专业范围广，施工单位必须根据工程特点

提前组织生产、施工管理、技术措施、人员、物资和财

产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工作的顺利实施。项目部采用

老、中、青相结合的方式，组建领导班子。各部门职责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人员配置及职责划分。指导方针、

组织部署、施工顺序安排、总承包管理、分包的义务对

施工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3 施工进度计划

根据工程特点，施工现场情况，以及社会环境。确

定该项目的总工期。施工过程的特点是复杂多变的。在

编制施工进度时，应当灵活安排 ,以确保施工进度符合

指定的各种指标。

4 施工总平面布置

根据地理位置，按照工程的环境和现场调查数据，

来布置总平面。施工临时道路从正门进入，形成环形道

路，道路宽为 5.0米。生产的临时设施配置在项目中间

的空地上。生活临时设施布置在东南角甲方指定红线外

的空地。工程采用有组织的排水排污系统。临时用电和

用水是根据实际情况得出。

5 基础施工方案

本工程为钢筋混凝土基础，根据地勘资料确定是否

采取降水。

5.1土方开挖施工方案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采用机械开挖和人工开挖 ,土

方开挖应分层分段来施工，离底标高 200mm时停止机械

作业，剩余 200mm人工修边检底。土方一层开挖深度为

1.2米，开挖一层完工后做喷锚护壁。开挖工作面距结

构最外边 1.2m留设。开挖按 1：0.3放坡。土方开挖时，

运土车辆的数目不大于 5。开工前应专门进行安全技术

交底。

5.2土方回填施工方案

工程地基需要回填，回填土必须按设计和规范要求

分两步分层压实。每层为 300mm，分层压实，拐角也必

须压实。其次，务必使用蛙式打夯机进行分层夯实处理。

5.3 护壁工程施工方案

根据本工程基础设计情况，基坑护壁具体详见基坑

护坡专项方案

5.4 基础、底板及剪力墙施工方案

（1）砖胎膜砌筑施工

根据施工图要求和现行国家及地方施工规范，电梯

井、基础梁、塔吊基础侧模及地下室底板周边底模均采

用砖膜结构。由于砖面模具铺设后需承受原土侧压力，

经计算确定砖膜的选择和厚度为 240mm。施工详图见下

图：

图 1独立基础砖胎膜示意图

图 2高低跨砖胎膜示意图

（2）基础抹灰工程

①用 1:2.5水泥砂浆填补空隙，并将砖膜内侧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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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泥。灰泥厚度控制在 20mm。

图 3 砖胎膜内侧抹灰图

②抹灰过程中阴阳角都必须倒Ｒ角，材料使用１：

2.5水泥砂浆。

图 4阴阳角抹灰图

（3）基础模板工程

 柱用定型模板，梁用复合胶木板。楼板用复合胶

木板。剪力墙复合胶木板拼装，Ф14螺栓加固 ,钢模

拼装时采用水平拼装 ,接缝相互错开 ,根据房间尺寸计

算用量及各种型号。

图 5泵管架设布置图

（4）基础钢筋工程

基础钢筋现场加工，水平钢筋接头主要为闪光对接

焊，直径大于 16mm的垂直钢筋采用电渣压力焊接，其

余为绑扎接头。

（5）基础砼工程

用一台砼输送泵泵送、辅以溜槽输送。为保证施工

质量，满足设计要求，在施工中一定要统筹安排，精心

组织。

5.5基础施工测量方案

首先轴线控制桩的校测，然后是轴线投测，最后是

内控法轴线投测。

6 主体结构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

6.1施工工艺流程图

轴线放测、高程传递→校正剪力墙、柱子竖筋、搭

设操作架→绑扎剪力墙、柱子钢筋→梁板支模→绑扎梁

板钢筋 →浇筑墙、柱、梁、板砼→养护→转入下一层

施工。

6.2模板工程施工方案

（1）柱模板采用复合木模板，梁柱节点采用异形

木模板。柱采用钢管柱箍（节距≤ 600mm）控制面积尺寸，

剪力墙采用拉力螺杆。支撑架必须与梁架和板坯全框架

集成。

 

图 6墙柱模板示意图

（2）楼板模板楼板底模采用 12mm厚复合胶木板，

辅以 40×40mm×3.8矩管，间距≤ 350mm。板承重架采

用满堂钢管脚手架。立柱上端设置可调支托形成早拆体

系。

（3）楼梯模板下模为 12mm厚层合板，侧模为锯齿

板，支撑采用紧固件钢管。

6.3钢筋工程施工方案

表 1对钢筋原材的要求表

编号 具体要求

1 混凝土结构中使用的钢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2 钢筋应该有一个工厂质量证明书或测试报告片，和在钢表面或每个束（磁盘）的棒钢应具有一个标记。进入
该网站后，采样测试应处理之前符合国家标准进行，行，只能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3 在钢筋加工过程中，如出现脆性断裂、焊接性能差或机械性能明显异常等现象，也应按国家标准对这批钢筋
进行化学检验。

4 运输和储存期间 4个钢棒不得损伤迹象，并应分批分别堆叠以避免腐蚀或油污渍。

5 钢筋的等级，类型和直径应根据设计要求使用。当需要更换时，您应获得上海连创的同意。

钢筋必须有完整的材料合格证，并按《机械性能试

验规定》(合格检测单元 )取样，复检合格后才能使用。

一些具体要求见下面表格与图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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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钢筋制作绑扎图

6.4砼工程施工方案

本工程采用商混，用混凝土泵将混凝土（塔式起重

机辅助提升）输送到浇注点。砼的浇筑，泵送做法及养

护见下表：

6.5砌体工程施工方

本工程填充墙部位及采用的材料按设计施工图进

行。按照总进度计划，砌体工程的施工在主体钢筋砼结

构 4层主体完后插入。

6.6脚手架及防护方案

采用悬臂式脚手架的双列。周边完全由绿色网格密

安全网包围和水平网被设置在分隔立面防护：周边采用

双排架防护，立面内侧满设竹笆子、外侧满挂密目式安

全网。

图 8脚手架及防护方案图

6.7主体施工测量方案

对于建筑物±0.000以上的轴线传播，用经纬仪方

向交互法 (外控法 )。

7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方案

主体施工到 4层之后，进行装饰装修工程。装饰工

程的垂直运输设采用塔吊。内墙，水泥砂浆等所用砂、

石、水泥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所述的装饰表面层材

料应符合设计和所有者的要求对于水泥砂浆，对于石材

和墙面涂料以及瓷砖水泥，应同时从同一批次的产品中

生产，以避免色差。油漆应该是同一批的。

8 防水施工方案

屋面工程是房屋建筑中的重要分部工程之一，其防

水施工按领地防水措施方案进行。屋面雨水口、水落管

做法（见下图）

 

                                                           

图 9泛水收头示意图

卫生间是现浇混凝土地板。如楼板混凝土浇筑密实，

不会产生渗漏。地板混凝土的质量是防止卫生间大面积

渗漏的重要防线。

9 安全文明施工及环保控制措施

该项目达到文明建设标准。在施工中应执行文明施

卷材防水层

聚胺脂胶封头

水落管

卷材附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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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环境保护。组织管理、工作制度管理规定、材料管

理等都按国家建设部的规定进行施工管理。在项目中，

将重点放在控制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废物管

理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上。

10 劳动力安排及机械配置计划

根据工程的施工形态，结构特点和进度，为满足工

程物料运输的需要，项目配备 QTZ5013和 QT5510塔吊。

以保证经济利益最大化来合理使用机械。应根据各阶段、

栋、时间实际需用劳动力配备工种人员、材料及数量配

备。

11 冬雨季施工措施

本工程将受自然因素如暴雨和冬季的影响，须采取

措施，以确保工程质量。

12 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建设方兴未艾。保

证质量，加快工期，文明安全施工一直是我组织施工的

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上，合理，以人为本。在施

工准备中合理组织设计施工，严格控制，并运用新技术，

结合先进的施工技术，使我们的施工尽可能节约成本，

增加利润。我们需要在设计上创新，在施工上合理，使

我们的工程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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